
学校安全管理培训简

介
学校是学生成长的重要环境,为了确保校园安全,我们特此举办本次培训。

本培训会重点介绍校园性骚扰和性侵犯的预防措施,帮助参与者了解相关知

识,提高警惕,共同维护校园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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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性骚扰与性侵犯的定义

性骚扰

指任何不受欢迎的性行为或

言语,造成人身威胁、羞辱

或侮辱。包括言语性骚扰、

身体性骚扰和视觉性骚扰。

性侵犯

指未经同意的性行为,如强

奸、猥亵儿童、非法性交等,

严重侵犯他人的人身自由和

性自主权。

校园环境

指学校内部及其附属场所,

包括教室、宿舍、实验室、

图书馆等教学科研场所,以

及体育场馆、餐厅等公共场

所。



校园性骚扰与性侵犯的现状分

析

近年来,校园性骚扰与性侵犯事件频发,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根据调查数

据显示,约有20%的学生遭受过不同程度的性骚扰或性侵犯。这其中,以女性

学生为主要受害群体,占比约70%。此外,还有部分男性学生也成为了受害者。

绝大多数的案件发生在学校校园内,涉及师生或学生间关系。这些事件给受

害者带来了严重的身心创伤,并对学校的教育秩序和师生关系造成了不利影

响。



校园性骚扰与性侵犯的成因分析

校园环境氛围

校园内性骚扰与性侵犯的发生往

往与校园环境氛围存在隐患有关。

比如监管不力、缺乏性教育宣传

等因素都可能助长不良行为的发

生。

师生关系问题

教师与学生之间的相互尊重和界

限失衡也可能成为性骚扰和性侵

犯的诱因。师生关系不正当可能

会导致校园内出现不当行为。

校园安全隐患

校园内部分环境设计不合理、照

明不足、管理不善等都会为校园

性骚扰与性侵犯的发生创造机会。

学生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



校园性骚扰与性侵犯的危害

身心伤害

受害者可能遭受严重

的心理创伤,包括焦

虑、抑郁、PTSD等,

严重影响身心健康。

学业受阻

集中精力学习变得困

难,可能导致学习成

绩下降、辍学等,阻

碍学业发展。

社交障碍

受害者可能对人际交

往产生恐惧和警戒,

影响正常的人际交往

和社会参与。

法律风险

相关行为可能面临严

重的法律制裁,给受

害者带来沉重的心理

和经济负担。



校园性骚扰与性侵犯的预防策略

1 制定全面的校园安全管理制度

建立明确的校园性骚扰和性侵犯防范机制,

规定权责分明的预防和处理措施。

2 开展定期的师生培训与教育

提高师生识别和预防性骚扰、性侵犯的意识

和技能,增强他们的保护意识和自我防范能

力。

3 营造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

塑造尊重、平等、公正的校园氛围,建立师

生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

4 完善投诉与处理机制

畅通举报渠道,确保事件的公正、及时处理,

维护受害者的合法权益。



学校管理层的责任与义务

领导责任

学校管理层肩负起学校安全的重

要责任,必须制定和落实有效的

预防和应对措施。

制定政策

学校管理层要制定明确的校园反

性骚扰和性侵犯的相关政策,并

确保全校师生员工的遵守。

提供培训

学校管理层要为师生提供定期的

校园安全和反性骚扰教育培训,

提高预防意识和应对能力。



教师的责任与义务

维护学生权益

教师应当尊重学生的人格尊严,保护学生合法

权益,为学生提供安全、健康的学习环境。

营造良好氛围

教师应当以身作则,树立良好的师德师风,营造

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

落实相关制度

教师应当熟悉并严格执行学校的反性骚扰和性

侵犯的各项规章制度,确保制度落到实处。

提升警示教育

教师应当定期开展校园性骚扰和性侵犯的预防

教育,提高师生的风险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学生的责任与义务

负责任

学生应当自觉维护学校秩序,遵

守学校规章制度,履行学习义务,

提高自我防范意识。

举报义务

学生发现性骚扰或性侵犯行为时,

应当立即向学校相关部门或教师

报告,并予以配合调查。

学习义务

学生应当参加学校组织的性教育

课程,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和辨识

能力,防范校园性侵犯。



家长的责任与义务

保护孩子安全

家长有责任为孩子创造一个安全

的校园环境,密切关注孩子的学

校生活,及时发现和遏制校园性

骚扰与性侵犯问题。

提高警惕意识

家长应加强对孩子的性教育,提

高其自我保护意识,教导孩子如

何识别和避免校园性骚扰与性侵

犯的危险。

配合学校管理

家长应与学校密切配合,遵守学

校的相关规章制度,积极参与校

园安全管理,共同维护校园安全。



校园安全管理制度的建立

明确责任分工

建立健全的校园安全管理体系,明确学校管理层、教师、学生和家长在校园安全管理中的具

体职责和义务。

完善制度建设

制定详细的校园安全管理制度,包括预防性骚扰和性侵犯的措施,以及事故发生时的应急响

应机制。

建立沟通渠道

畅通师生、家长与学校管理层之间的信息交流和反馈渠道,及时了解校园动态,共同维护校

园安全。

强化培训教育

定期开展校园安全管理知识培训,提高师生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为预防性骚扰和性

侵犯做好充分准备。



校园安全管理制度的执行

1制度宣贯

广泛宣传校园安全管理制度,确保全体

师生了解和遵守相关规定。

2 组织实施

成立校园安全管理委员会,统筹协调各

部门的安全工作,落实具体措施。

3日常监督

建立安全巡查机制,定期检查制度执行

情况,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

4 应急演练

组织开展各类安全应急演练,提高师生

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和技能。



校园安全管理制度的监督与评估

1

内部监督

由学校管理层定期检查培训实施、举报处理等工作。

2
外部评估

邀请教育部门、专业机构等进行第三方评估。

3
反馈与改进

根据监督和评估结果及时调整完善管理制度。

校园性骚扰与性侵犯预防管理制度需要定期接受内部监督和外部评估,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改进完善。内部

监督由学校管理层负责,外部评估可邀请教育部门、专业机构等第三方进行。监督与评估的结果将作为制度

优化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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